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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雯雯雯雯

新新能能源源扶扶贫贫暖暖人人心心
——————华华润润电电力力推推进进风风电电光光伏伏扶扶贫贫项项目目纪纪实实

“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收官在即，打赢脱贫攻
坚战已迎来了最后的冲刺。在 2020 年岁末，作为一
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央企，华润电力也交出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答卷。

华润电力在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已实施的风
电、光伏扶贫项目，每年可发放用于扶贫的收益约
3600 万元，按照每年每户 3000 元计算，能够解决
约 1.2 万户贫困户扶贫资金来源。 多年来，华润电
力在不断推动国家能源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同
时，也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努力。

新能源扶贫带来“金山银山”

“十三五”以来，为响应《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及《“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战略部署，
华润电力集中力量开展精准扶贫，充分发挥自身在
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方面的优势，通过参与华润
集团建设希望小镇、在贫困地区投资建设新能源发
电项目、因地制宜扶持地方特色产业、慈善捐赠等
工作，为各地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绿水青山下，华润电力为当地居民也带来了金
山银山。

清远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偏北，历史悠久，境内
森林、水力、矿产、旅游资源丰富，然而，多年来却未
得到合理的开发规划和企业投资。作为全国扶贫改
革试验区之一， 当地有 1 个全国性扶贫县、3 个省
级重点扶贫的特困县和 1 个省级山区贫困县。如何
增加贫困县经营性收入， 改善经济落后村庄面貌，
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是清远市脱贫攻坚工作中亟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此情况下，华润电力与清远市委、市政府，就
能源投资、城市绿色发展、扶贫工作进行了多次会
谈。 2018 年，华润电力华南大区与清远市代管的县
级市连州市签订了《风电扶贫项目合作协议书》，共
同出资成立了清远市首个风电扶贫公司，其中地方
政府以扶贫资金入股占比 17.5%，按照实际股比持
续取得分红用于扶贫工作， 保障当地群众长期获
益。 为帮助贫困人口早日脱贫，华润电力在项目投
产运营前就开始进行预分红，截至 2020 年 3 月，华
润电力连州风电项目已支出 498 万元扶贫资金。

“清远市正集中建设数个大型产业项目， 电力
需求将快速增长，华润电力的到来为清远的发展提
供了重要支持，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扶贫模式，是企
业高度重视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清远市
委书记郭锋表示。

聚焦精准扶贫，锁定长效可持续

华润电力董事局主席王传栋表示，“华润电力
将秉承只争朝夕的精神，怀揣持之以恒的信念，贯
彻可持续发展之路。 ” 华润电力坚持贯彻精准脱
贫战略，在贫困地区投资建设风电场、光伏电站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并将项目收益惠及周边贫困
人口，辅以帮扶农业牧业、捐建基础设施等多种适
宜的扶贫模式， 带动当地人口就业， 提升教育水
平，实现可持续的扶贫模式。 同时，投身公益慈善
事业，在助学助教、关爱特殊群体、开展志愿活动
等方面积极行动，2019 年捐款捐物约 1.17 亿元，
为中国扶贫成果的壮大与巩固、 社区的持续发展
贡献企业力量。

在湖北枣阳， 华润电力也一直在行动。 2016
年，华润电力华中大区与枣阳市政府签订协议，合

资成立华润风电枣阳白鹭有限公司， 共同开发建
设运营枣阳白鹭风电扶贫项目。 2018 年， 枣阳市
人民政府向华润风电枣阳白鹭有限公司增资 1560
万元， 并将风电扶贫的范围由项目所在地乡镇扩
大到全市。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10 月，华润风电
枣阳白鹭有限公司已向枣阳市人民政府分红
940.19 万元，为枣阳市 77 个贫困村增加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约 12.2 万元，大幅加快了枣阳市贫困人
口脱贫的步伐。 另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需要
长期资助的困难群众， 都可以通过投资收益得到
长期稳定的救助。

变输血为造血，新能源扶贫成果卓著

新能源扶贫作为一种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的
扶贫模式，多年来已在我国大江南北“落地生根”。
2019 年，华润电力印发《风电扶贫模式工作指引》，

此后华润电力各大区分公司积极推进风电扶贫业
务工作。

仅华南大区，华润电力在 2018-2019 两年间先
后在广东、广西共签署 9 个风电扶贫协议，风电容
量共计 51 万千瓦。 截至 2019 年底，累计发放扶贫
资金 1240 万元，每户发放扶贫资金 3000 元/年，累
计受益贫困户达 4133 余户 ， 帮扶贫困人口约
12390 人。

华润电力在风电开发、建设过程中，引入政府
或扶贫对象参股，项目运营盈利后，将部分收益用
于政府扶贫。这一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缺乏平台与
投资的问题， 华润电力在保障股东收益率的同时,
也在积极践行着央企社会责任。

新新能能源源扶扶贫贫暖暖人人心心，，22001155--22001199 年年，， 华华润润电电力力
已已在在 2288 个个国国家家级级贫贫困困县县投投资资设设立立 3333 家家企企业业，，投投资资
总总额额达达 445599..7766 亿亿元元，，帮帮扶扶 7777 个个建建档档立立卡卡贫贫困困户户实实
现现了了就就业业，，贡贡献献税税收收 2233..66 亿亿元元。。 华华润润电电力力始始终终积积极极
推推进进风风电电和和光光伏伏扶扶贫贫项项目目，，对对贫贫困困地地区区经经济济发发展展和和
贫贫困困人人口口生生活活改改善善起起到到了了不不可可替替代代的的作作用用。。

尺尺寸寸不不一一造造成成产产业业链链适适配配难难题题，，推推高高光光伏伏成成本本

光光伏伏大大尺尺寸寸组组件件标标准准化化势势在在必必行行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多晶硅价格
跌幅收窄

上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
间在 8.2-8.4 万元/吨， 成交均价
为 8.28 万元/吨，周环比小幅下滑
0.96%； 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8.0-8.2 万元/吨，成交均价为 8.05
万元/吨，周环比小幅下滑 0.62%。

上周多晶硅市场价格跌幅收
窄，复投料 、单晶致密料 、单晶菜
花料、 多晶免洗料价格跌幅都在
1%以内。

单晶用料成交价下滑幅度较
小， 主要是由于上周绝大部分多
晶硅企业已将 12 月全月订单签
订完毕，大部分企业无新签订单，
价格持稳不变， 只有个别企业有
部分余量成交，价格小幅下滑，因
此， 上周单晶用料均价跌幅明显
收窄。 多晶免洗料因受限于个别
多晶用料主供应商尚未恢复正常
生产，供应相对不足，而同期多晶
铸锭价格略有下滑， 双重反向因
素导致多晶用料价格跌幅也有所
收窄。

截至上周，国内 11 家在产多
晶硅企业中， 有 1 家企业仍在检
修， 预计复产时间在 12 月中旬。
根据硅料和硅片环节生产及运行
计划，预计 12 月份多晶硅和硅片
产量将纷纷创历史新高， 分别约
为 3.8 万吨和 16.5GW，单月产出
加进口不及需求， 硅料和硅片环
节的少量库存虽可作为补充 ，但
产不及销仍是多晶硅价格企稳的
重要支撑。

另外，截至上周，多晶硅料环
节 12 月份订单已几乎全量签订
完毕， 加之部分下游企业已开始
备货囤货，因此，在当前需求有保
障且供需关系预期向好的情况
下，预计从本周开始，多晶硅价格
将逐步止跌企稳。 （刘晶）

大数据
光 伏

“我们一直在呼吁，希望行业内部可以
统一组件尺寸，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因适配
不同组件尺寸而带来的材料浪费，优化供
给，还可以方便下游企业，降低技术方案比
选的工作量，避免安装时出现误装、错装，
便于运维管理。 ”在日前举行的一次行业
交流活动上，记者刚提及组件尺寸不一的
现状，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便急切表
示，“可惜，近年来组件尺寸规格越来越多，
而截至目前，市场还没有做出一个最合理
的选择。 ”

2019 年以来，硅片尺寸的升级进程不
断提速。当前，市场上硅片尺寸包括 156 毫
米、158 毫米、166 毫米、182 毫米、185 毫
米、210 毫米等。 在“尺寸之争”愈演愈烈的
情况下，组件的标准化正在成为影响整个
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多样性”引发适配难题

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
看来，组件尺寸的不统一将造成整个产业
链上下游成本上升，还会增加终端电站设
计成本、供货风险。

由于光伏产业链是一条从上到下的垂
直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组件尺寸不统
一的情况下，不同规格的组件要选用不同
规格的硅片、电池片，而边框、玻璃等辅材
也需要按照不同尺寸适配。 “为了满足不
同尺寸组件，上游企业和辅料供应商需要
切换生产线，一方面产能损失将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还会增加库存成本。 ”东方日升
全球市场总监庄英宏告诉记者。

一旦某种材料供应紧张，组件尺寸的
不统一将促使供应问题加剧。 今年第三季
度以来，光伏玻璃一直处于供应短缺周期，
其价格从 24 元/平方米一路飙升至目前的
42 元/平方米，涨幅超 75%。

天合光能全球产品战略和市场负责人
张映斌表示：“玻璃本来在不同组件厂之间
就不能通用，玻璃企业一直面临库存压力
大且成本较高的问题。 组件尺寸的多样化
将使大量玻璃因不同尺寸产品规格切换而
损失，供应链匹配度低还将增加直接成本
和隐性成本。 如果材料吃紧，玻璃的供应

和交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
此外，组件尺寸不同对下游电站适配

也是很大问题。 为了适配不同尺寸组件的
电气、载荷性能参数，支架、逆变器厂商要
匹配及研发不同产品。 这让寻找价值最大
化的“标准化组件”势在必行。

在日前举办的 2020 年中国光伏行业
年度大会上，业内人士也就此问题进行了
激烈讨论。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高级副总
裁张光春认为，“尺寸标准化后，硅片、电池
片厂商不仅可以大幅减少库存，也不用再
去考虑多种产品兼容的复杂设备，有利于
提升产能利用率，促进成本的节约、技术进
步和质量提升。 ”

大尺寸是发展趋势

刘译阳赋予了组件尺寸标准化更大的
意义。 “组件尺寸标准化是实现全面平价
的必要路径，是中国光伏行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量，是进一步奠定中国光伏
行业世界第一的基础。 ”

降低度电成本一直是光伏产业的主旋
律，在高功率的发展趋势下，硅片尺寸从
166 毫米到 210 毫米，都被市场称为“大尺
寸组件”。 那么，哪一个规格才是实现标准
化的最佳选择？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电新团队认为，
从“兄弟产业”半导体的发展脉络来看，由
于硅片尺寸增加可以显著降低半导体芯片
的生产成本，尺寸不断变大已成必然趋势。
目前，半导体行业尺寸正从 8 英寸向 12 英
寸加速转型。 而不断变化的光伏硅片尺寸
其实是源自半导体硅片，在 12 英寸晶体成
功研发后， 对应产出的最大硅片尺寸即
210 毫米，这将有助于行业在未来 2—3 年
成本下降。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虽然硅片尺寸增
大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如果要更经济
地在全行业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增大硅片尺
寸，就要把握好节奏。 目前来看，210 毫米
硅片的规模化应用，尚需一段时间的磨合。

11 月底，天合光能、东方日升、中环股
份、通威股份、阿特斯等八家光伏公司联名
倡议， 推进光伏行业 210 毫米硅片及组件

尺寸标准化，“在 210-220mm 尺寸范围
内， 选择 SEMI 标准中确定的硅片尺寸：
210+/-0.25mm 作为唯一尺寸， 同时依照
该硅片尺寸修订 SEMI 以及光伏行业协会
已有的组件尺寸标准。 ”

今年 6 月， 也曾有七家光伏企业通过
联名信的方式 ， 建议建立几何尺寸为
182mm×182mm 的硅片标准。

在产业内部看来，硅片及组件尺寸的
标准化不仅将缓解上述产业链供应难题，
解决上下游适配、协同问题，还将推动高功
率组件的应用、普及，进一步促进度电成本
下降。

市场将做出最终决定

截至目前，158 毫米组件和 166 毫米
组件仍然是主流产品，大尺寸组件的出货
率还处于攀升期，市场的最终选择尚需时
间检验。

但随着“尺寸之争”愈演愈烈，产业内
部开始担心不同规格的组件产品“鱼龙混
杂”，或将对产业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对此，刘译阳认为，近十年来，光伏硅片
和组件尺寸从 125 毫米到 156 毫米再到如
今的 210毫米，规格迭代从未停止。每一次硅
片尺寸的升级都会遇到组件标准化的问题。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电新团队则指

出，硅片尺寸的换代是由成本决定的。一旦
新一代大硅片的成本优于上一代硅片，换
代升级就会迅速完成。

“与其说‘鱼龙混杂’，不如说‘百花齐
放’。组件尺寸本来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的过程。只要一种尺寸产品经过了市场
的考验，那么就会成为新一代主流尺寸，就
如同此前的 156 毫米组件一样。”上述业内
专家向记者表示。

在业内看来，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峰、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目标的提出， 将促使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
低碳化加速转型。 同时，预计 2021 年我国
光伏将全面进入平价时代，“十四五” 期间
全国光伏发电年平均新增装机规模有望达
到 70 吉瓦以上。

晶澳科技执行总裁牛新伟认为， 光伏
产业要抓住未来发展机遇， 而光伏组件尺
寸标准化正是业内企业对产品技术的积极
探索。随着平价时代的来临，光伏将继续发
挥在新能源中的重要作用， 为我国能源转
型贡献力量。

据悉，根据行业发展最新趋势，为吸纳
166 毫米、182 毫米和 210 毫米电池片封装
的组件产品，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2018 年正
式立项对组件标准进行修订， 预计将于今
年底正式对外征求意见，并于 2021 年上半
年发布。


